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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显章主编的《世纪清华，人文日新——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既是《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
书之一，也被列入“清华百年校庆”系列出版物之一。
希冀不仅能引起清华人关于文化百年的思考，也能够引起广泛的对大学文化的关注。

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到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历经世纪沧桑的清华大学，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
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世纪清华，人文日新——清华大学文化研究》在梳理清华百年文化脉络的基础上，分别对清华的大
学理念、大学精神、学术文化、制度文化和校园生态文化做了论述，并对新百年清华文化发展的切入
点进行了初步探讨，揭示出以“爱国奉献、科学实干、追求卓越、育人为本、开放包容”为主要内容
的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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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显章，1957～1963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
曾任校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兼传播系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
副院长等，现任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顾问、中俄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主任、亚洲研
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
以及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
九十年代初以后参与了清华大学文科恢复和建设的领导工作。

蔡文鹏，1998年始，先后于河南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曾挂职于中央文明办、教育部、中共北京市门头沟区委组织部，现就职于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
质教育基地，助理研究员。
参与国家、省部级课题七项，发表论文十余篇，参编、合著有《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清华精神巡礼
》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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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清华文化世纪回眸——清华文脉的孕育与发展轨迹
第一节清华文化的孕育与渐成（1911—1949）
一、《辛丑条约》、庚子赔款和庚款兴学
二、游美肄业馆和清华学堂、清华学校
三、清华向独立办完全的大学过渡
四、国立清华大学
五、西南联合大学
六、“老清华”办学理念的演进
七、清华大学复员和清华同解放
第二节清华文化的转型与波折（1949—1976）
一、大学转型和院系调整
二、建设多科性工业大学
三、“新清华”办学理念的发展
四、“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
第三节清华文化的发展与提升（1976—2010）
一、向新型综合性大学转变
二、在提高中发展
三、今日清华的办学理念
第四节清华大学的文化精神概括
一、爱同奉献4
二、科学实干
三、追求卓越
四、育人为本
五、开放包容
第二章“一个根本，两个中心，三项职能”——清华办学理念的剖析
第一节“一、二、三”办学理念的涵义
第二节以人才培养为根本
一、“培植全才，增进网力”
二、“造就中国领袖人才
三、“通识为本，专识为末
四、“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五、培养“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的人才”
六、清华育人理念三要素
第三节以两个中心为目标
一、清华早期的办学目标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办学目标
三、新时期的办学目标
第四节以三项职能谋发展
一、三项职能的关系
二、早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清华的社会服务
三、新时期多样化的社会服务
第三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承载的清华精神
第一节文化符号所凝练的清华精神
一、清华校训
二、清华校风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纪清华 人文日新>>

三、清华学风
四、清华校箴
五、清华老校歌
六、清华的校花、校色、校徽、校标、校旗
第二节清华精神的特质
一、“明耻图强”的爱国奉献精神
二、“严谨务实”的科学求真精神
三、“海纳百川”的包容会通精神
四、“人文日新”的进取求新精神
第三节清华精神的功能与发展
一、激励驱动功能
二、凝聚感召功能
三、导向规范功能
四、辐射引领功能
第四章服膺守善，追求卓越——清华学人与清华学术文化
第一节清华学人与清华学术文化特质
一、追随真理，直道而行
二、以身许国，淡泊明志
三、盎然情趣，中和位育
四、追求卓越，引领学术
五、顶天立地，为国为民
六、国际视野，中西融会
第二节名师风范与学派传承
一、杏坛春秋，风范长存
二、规训既严，学风自正
三、立章建制，基业长青
四、学而有派，薪火相传
第三节学科文化以及院系文化
一、理科学科文化与学人
二、工科学科文化与学人
三、人文学科文化与学人
四、应用社会科学学科文化与学人
五、核研院学术文化与学人
六、美院学科文化与学人
第五章民主管理、依法治校与“以人为本”——清华制度文化的特质与演变
第一节独具一格的民主治校传统一“校务会议、教授会、评议会
一、美国人控制下的教育“衙门”
二、“少壮派”的崛起与民主治校
三、战时的“民主堡垒”
四、民主精神在斗争中传承、发扬
第二节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制度探索——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
一、蒋南翔的“双重身份”
二、“发动机不能漏气”
三、从“神仙会”、“两种人会师”到“团结全体”
四、“基层出政策”
第三节在继承和发展中创新——搞好民主集中制与班子建设
一、领导体制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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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集中制需要理论自觉与制度保障
三、“不团结就没法治”
四、实事求是地按制度办事
第四节“两个肩膀挑担子”：思想政治教育和育人并重的制度
一、“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
二、“大有出息的负担”
三、“双肩挑”的新生命力
四、“双肩挑”制度的“双肩挑”
第五节集思广益、依法治校的“代表会与“讨论会
一、法治的逻辑与科学、民主的管理
二、“工代会”、“教代会”及“校务公开”
三、集思广益的“讨论会”
第六节特色突出、综合深入的“育人”生态系统
一、“全面发展”与“综合培养”
二、教书育人与全员育人、全程育人
三、“第二课堂”和素质教育
第六章文化生态学子风采——清华园的人文景观与学生文化
第一节人文荟萃、姿容日新的清华园
一、典雅大方、朴实无华的建筑风格
二、“永不闭幕的传统展”
三、“名人故居”
第二节“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体魄与人格并重
一、从“体育强围”到“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
二、从“体育家道德”到“又红、又专、又健”
三、从“铁”的规定到“体教结合”的“清华模式”
第三节“青春的律动”——倡导高雅艺术弘扬民族文化
一、历久弥新的学生艺术社团
二、学生艺术团掠影
三、丰富多彩的群众文艺活动
第四节“五彩缤纷百花齐放”的学生社团协会——自我教育助成才
一、老清华的学生社团协会（1911—1948）
二、新清华的学生社团协会（1949—2010）
第七章“文化自觉”与“人文日新”——清华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展望
第一节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与内涵
第二节呼唤与培育清华人的文化自觉
一、西方现代化的启迪
二、警惕“失却灵魂的卓越”
三、清华的传统要日新
第三节在综合与融合中实现文化的创新
一、努力体现文化传统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二、努力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
三、正确处理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的“通”与“专”的关系
四、在教育思想上努力实现对“工具化”的突破
五、注重制度文化建设，强化制度创新
六、努力确立“兼和”、“会通”、“日新”的哲学观和建设性的批判思维
七、时代呼吁教育家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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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同时，清华为探索培养杰出人才的途径，开设了清华学堂班，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试验计划”，集中优势资源，采取研究型的教学。
学校通过营建创新文化氛围，进行全面素质教育，为培养全人格的创新人才探索经验。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工作方针中强调要“关心每个学生，促进
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所以，应当将工作基点放在全面的因材施教上，使全体学生都能够获得适合自身特点、激发自身
兴趣的教育，使每颗金子都能发光。
二、努力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是一个有着深刻历史渊源的话题
。
由于近代以来学科分工不断精细化，使得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出现了隔阂与分离。
这种分离在本质上是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密切相关的。
这种文化的分离在大学教育中的突出表现是人文教育被职业教育所屏蔽，大学教育普遍呈现“工具化
”的倾向，在教学过程中偏重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训练，忽视科学技术的文化价值，忽视心灵的教化
、人格的培养和思维习惯的养成。
这种偏颇的教育不利于具有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全面发展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人与自然、人与人
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建设。
实践告诉我们，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是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所做出的努力，是要摆脱已经对
行为模式和生存方式具有普遍影响的工具理性的羁绊，克服在追求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中出现的现代性
的偏颇，进而实现教育理念的重大变革和大学本质功能的回归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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